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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 年冬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Special Olympics World Winter Games)

於 106 年 3 月 14 日至 3 月 25 日在奧地利的格拉茲(Graz)、施拉德明(Schladming)、

施拉德明-羅爾摩斯(Schladming-Rohmoos)、拉姆索(Ramsau)等地舉行，競賽種類計

有高山滑雪(Alpine Skiing)、單板滑雪(Snowboarding)、越野滑雪(Cross-Country 

Skiing)、雪鞋(Snowshoeing)、地板曲棍球(Floor Hockey)、地板球(Floorball)、冰壺

(Stick Shooting)、競速滑冰(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花式滑冰(Figure Skating)等 9

種；我國遴選 40 名運動員參加競速滑冰、花式滑冰、地板曲棍球、雪鞋競賽，

並獲得 16 金 11 銀 12 銅佳績。教育部體育署為協助國內智能障礙運動員參與國

際賽會，委託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籌組國家隊參加 2017 年冬季世界特

殊奧林匹克運動，並指派人員隨同前往奧地利，關心我代表團之各項後勤支援及

運動員的表現，並透過周邊活動瞭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精神和規劃，俾做

為我國在智障者運動後續相關政策及業務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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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一、緣起 

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20次會議擬定「國際體育運動憲章」，

即提出「運動與體育是基本人權」的主張，由於運動係人們的基本權利，且參與

運動不僅能促進人們的身體健康，還能帶來社會效益及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故教

育部體育署一直以來均積極於各族群中進行體育運動推廣；其中在智障者方面，

除與各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通力合作辦理其適合參與之各項多元活動，並委託中

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智體協)籌組國家隊，參加世界特殊奧林匹

克運動會(Special Olympics World Games)等國際賽事，協助國內智能障礙運動員參

與國際性賽會。 

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係尤尼斯.甘迺迪.史萊佛女士(Eunice Kennedy 

Shriver)創辦，主要是因為她的姊姊蘿絲瑪莉(Rosemary Kennedy)是一位智障人士，

她發現當時的社會，智障人士是無法被公平對待且遭受排擠，這些人能從事及選

擇的事均相當有限；由於尤尼斯.甘迺迪.史瑞佛女士她在大學時期曾是運動員，

所以她知道透過運動可以使各行各業的人團結在一起，而在體育運動的力量下，

智障人士也可以發掘出新的能力、技能並獲得成功。 

1968 年第一屆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在美國芝加哥舉行，1977 年第一屆

冬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Special Olympics World Winter Games，以下簡稱冬

特奧)則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舉行，之後夏季與冬季每兩年交替舉行。國際奧林匹

克委員會在 1988 年正式認可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而國際特奧會也是國際

奧委會唯一批准使用「奧林匹克」(Olympics)的運動組織。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最主要是想傳達，只要機會，透過體育運動，智障人士也可獲得成功，並且強調

「和諧、融合、參與」和「勇敢嘗試，爭取勝利」等特奧精神。 

基此，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有幾個特點，首先其雖然是以國家或成員組織作

為參賽單位，但領取獎牌時並不會演奏國(會)歌及國(會)旗；而在參賽者方面則

有最少要 8 歲以上，智商要於 70 以下，並要經過 8 星期訓練才可取得資格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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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另外，賽會中先進行分組賽，俾進行能力分組，能力相近者方可同場競技，

且為鼓勵每位運動員，採人人有獎方式，獎牌除金、銀、銅牌外還有緞帶，以為

激勵。 

二、目的 

2017 年冬特奧於奧地利舉行，由於代表團係教育部體育署委託智體協籌組，

為關心賽會中我國選手的表現及代表團各項後勤支援，並期了解世界特殊奧林匹

克運動會精神和整體規劃，俾做為未來我國在智障者運動推廣後續相關政策之參

考，教育部體育署遂派員隨團前往。 

2017 冬特奧於 3 月 14 日至 3 月 25 日在奧地利的格拉茲(Graz)、施拉德明

(Schladming)、施拉德明-羅爾摩斯(Schladming-Rohmoos)、拉姆索(Ramsau)等地舉行，

開幕式及閉幕式分別在施拉德明的普拉奈體育場及格拉茲的 Liebenau 體育場舉

行，各賽會場館詳見表一。賽會參與國家或成員組織有 107 個，約計有 2,700 名

運動員、1,100 名教練、450 名裁判、3,000 名志工、5,000 名運動員家屬或朋友、

800 名媒體記者齊聚於此。競賽種類有高山滑雪(Alpine Skiing)、單板滑雪

(Snowboarding)、越野滑雪(Cross-Country Skiing)、雪鞋(Snowshoeing)、地板曲棍球

(Floor Hockey)、地板球(Floorball)、冰壺(Stick Shooting)、競速滑冰(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花式滑冰(Figure Skating)等 9 種；另還有舞蹈大賽及機能活動訓練計畫

(Motor Activity Training Program，簡稱︰MATP)二項示範競賽。除了競賽外，冬特

奧還安排了運動員健康計畫(Healthy Athletes Program)、城市接待(Host Town 

Program)、幼兒運動員計畫(Young Athletes Program)、特奧嘉年華等活動，讓參與

冬特奧的運動員及民眾能有諸多體驗，並擁有更多美好的回憶。 

 

表一 賽會場館一覽表 

城市 場館 競賽種類 

施拉德明 普拉奈體育場(Plani Stadium) 開幕式 

斯拉德明-羅爾摩斯 施魏格爾(Schwaiger) 高山滑雪、單板滑雪 

拉姆索 拉姆索世錦賽體育場(WM 

Stadium Ramsau) 

越野滑雪、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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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茲 展覽館(Messe) 地板曲棍球、地板球、冰壺、舞

蹈大賽、機能活動訓練(MATP) 

格拉茲滑冰館(Ice Arena Graz) 競速滑冰、花式滑冰 

足球場(Merkure Arena) 閉幕式 

本屆冬特奧 logo 係以燃燒的「心」為主題，整體造型以心形表達愛、熱情、

樂於助人、情感、力量、惻隱之心、移情、理解、社會的活力；意味著人與人緊

密聯繫，並向前進的價值與美德。另外心形也有燃燒的火焰、自我開放、散播愛

與團結。紅色的圖案與白色的背景，象徵奧地利的國旗(紅/白/紅)。至於中間國

際特奧會的 logo，除了代表特奧會的精神外，也代表了世界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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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組團概況 

本屆賽事中華臺北代表團成員計 60 名，由智體協黃理事長敏惠擔任團長一

職，40 名運動員參加競速滑冰、花式滑冰、地板曲棍球、雪鞋等 4 項種類競賽，

7 名教練、9 名團務人員，另內政部警政署林警務正軍廷擔任終點聖火跑代表，

臺北榮民總醫院鄭惠禎醫生參與運動員健康計畫，教育部體育署則指派趙副組長

昌恕前往督導，並取得貴賓資格與黃理事長參加特奧會於賽會期間之各項活動，

以瞭解特奧會之相關運作。 

二、工作行程 

為鼓勵參賽運動員，陳副總統特別於 3 月 10 日主持授旗典禮，期勉選手創

造佳績。隨後中華臺北代表團除黃理事長、體育署趙副組長、仲志遠老師及警政

署林警務正、臺北榮總鄭惠禎醫生外，其餘人員均於 3月 13日啟程前往奧地利，

抵達奧地利旋即至瑪麗亞蘭柯維茨(Maria Lankowitz)展開 3 天城市接待活動，

在活動結束後，雪鞋隊教練與選手前往拉姆索，花式滑冰、競速滑冰和地板曲棍

球選手、教練及團務人員則前往格拉茲，展開一連串賽事；至於黃理事長、體育

署趙副組長和團務人員仲志遠老師則是於 3 月 15 日啟程，除參加特奧會相關活

動，並到賽會場地為選手們加油打氣，工作行程詳見表二。代表團返抵國門當日，

蔡總統亦接見所有團員，嘉許選手們的表現。 

表二 工作行程一覽表 

日期 工作內容 地點 

3 月 10 日(五) 中華台北代表團授旗典禮(陳副總統主持) 體育署 3 樓大禮堂 

3 月 15 日(三) 搭乘中華航空前往維也納 桃園機場 

3 月 16 日(四) 

◎抵達維也納轉機至薩爾斯堡，由組委會安

排接駁至斯拉德明。 

◎參加慶祝聖派翠克節並與全球信使(the 

Sargent Shriver International Global 

Messenger)會面活動 

施拉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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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五） ◎參加特奧嘉年華活動 施拉德明 

3 月 18 日（六） 

◎觀看火炬跑終點聖火儀式 

◎參加 2017 冬特奧開幕典禮招待會 

◎參加 2017 冬特奧開幕典禮 

施拉德明 

3 月 19 日（日） 

◎參加「讓我們改變」論壇，並觀看 Golisano

健康領導獎頒發 

◎參加國際特奧會東亞區招待會 

◎參加紀念特奧創辦人尤尼斯.甘迺迪.史萊

佛女士招待會 

施拉德明 

3 月 20 日(一) 

◎為中華臺北雪鞋隊加油 

－女子 800 公尺決賽、100 公尺決賽 

－男子 100 公尺決賽 

◎參觀融合運動體驗-雪鞋接力 

拉姆索 

3 月 21 日(二) 

◎離開施拉德明前往格拉茲 

◎為中華臺北競速滑冰隊加油 

－男子、女子 111 與 777 決賽 

◎競速滑冰頒獎典禮 

 

格拉茲滑冰場 

 

市政廳 

3 月 22 日(三) 

◎為中華臺北花式滑冰隊加油 

－女子、男子單人決賽 

◎陪同黃理事長出席與國際特奧會主席提

姆.史萊佛(Tim Shriver)先生對談 

格拉茲滑冰場 

 

3 月 23 日(四) 

◎地板曲棍球與奧地利中學粉絲團會面 

◎參觀動作機能訓練(MATP)展示與競賽 

◎參觀幼兒運動員計畫展示 

◎參觀運動員健康計畫 

◎為中華臺北地板曲棍球隊冠亞軍戰加油 

格拉茲展覽館 

 

3 月 24 日(五) 參加 2017 冬特奧閉幕典禮 格拉茲足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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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六) 離開格拉茲前往維也納 維也納 

3 月 26 日(日) 搭乘中華航空離開奧地利返國  

3 月 27 日(一) 
◎抵達臺灣 

◎蔡總統接見中華臺北冬特奧代表團 

 

三、工作內容說明 

(一)城市接待︰特奧開幕前慣例均會安排城市接待，主要係透過這項活動，讓不

同文化的人們有交流機會，並且讓遠道而來的選手和教練，能更進一步了解

主辦國的文化、傳統，領略當地人文風情與景色。 

(二)動作機能訓練展示與競賽︰這是專為無法參加正式特奧運動競賽者設計符

合其能力水平的運動項目，並讓其進行競賽及活動，目地在為具有重度或極

重度智能障礙和重大身體殘疾者也能參與特奧相關活動。 

(三)幼兒運動員計畫︰這是為 2至 7歲智能障礙兒童設計有助於鍛鍊其運動技能

和手眼協調能力的遊戲與活動，目的是為提高幼兒身體機能、認知和社交能

力，同時為他們未來參加特奧打好基礎。 

(四)運動員健康計畫︰由於智障人士在表達或理解方面多較為困難，致常被他人

忽略其健康問題，故特奧會為了選手們的健康狀況，針對其視力、聽力、口

腔、足部、身體體質等方面，設計了「明亮眼睛」、健康微笑、雙足保健、

趣味體適能、靈敏聽力、心智健康等免費檢查項目，在專業醫療人員的協助

下，相關檢查數據透過平板電腦即時傳上雲端，以利後續追蹤和管理，另由

於有各方贊助商協助，參與檢查的選手們，均可選配符合自身需求的運動鞋、

眼鏡等，並了解到許多衛教知識，有助其未來過更健康的生活。本次冬特奧

我國有北榮鄭惠禎醫生參與。 

(五)火炬跑︰特奧特別之處在於其聖火係由世界各國執法人員，在繞行主辦國後，

護送聖火進入會場，並護持特奧運動員代表點燃開幕聖火。本次冬特奧有

24 個國家 84 位的執法人員與特奧運動員，歷經 10 天繞行奧地利 49個城鎮，

傳遞特奧「勇敢嘗試 爭取勝利」的精神，我國代表係警政署林警務正軍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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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信使︰特奧會係透過運動訓練和競賽來幫助智障人士獲得快樂、認可與

自信，為了讓這些感受到力量的運動員取得更進一步的成功，並成為其他人

的模範，特奧會推動運動員領袖計畫，讓這些運動員透過培訓與學習成為演

講者或發言人，向政府或社會大眾表達他們的觀點，並告訴大家特奧帶給他

們的改變。而國際特奧會也會從中遴選出全球信使於世界各地宣揚特奧精神，

激發其他智障人士參與特奧，全球信使任期 4 年，現任全球信使計有 12 位，

我國陳韋傑先生曾擔任過前任全球信使。 

三、參賽成績 

本屆賽會競速滑冰在男子 111 公尺、333 公尺、500 公尺及女子 111 公尺、

333 公尺、500 公尺、777 公尺均有金牌入帳；雪鞋隊在 400 公尺和 1600 公尺接

力、男子 100 公尺、400 公尺及女子 100 公尺、200 公尺等項目榮獲金牌；花式

滑冰則在融合夥伴協助下獲得1金；地板曲棍球在於肯亞爭奪冠亞軍，不幸敗北，

但其努力奮戰之精神值得嘉許。各運動種類獲獎情形詳如表三。 

表三 我國選手參賽獲獎要況一覽表 

運動總類 金牌 銀牌 銅牌 

競速滑冰 9 7 7 

雪鞋 6 3 4 

花式滑冰 1 0 1 

地板曲棍球 0 1 0 

合計 16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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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一、培訓成果的展現 

為因應 2017 冬特奧參賽事宜，智體協前即積極展開培訓作業，並獲教育部

體育署全力支持補助其培訓經費，而本屆參賽獲得 16 金 11 銀 12 銅佳績，也確

實展現出培訓成果。雖然以特奧精神來說成績並非最重要，但透過培訓機制，除

強化選手技術與體能，並可讓團體競賽項目(如：地板曲棍球、雪鞋接力或雙人

花式滑冰)之選手們培養彼此默契；另因選手來自四面八方，選手對教練之信任

及教練對選手的瞭解也透過在培訓期間得以建立，有助賽會期間的管理，這可從

本次中華臺北代表團運動員彬彬有禮的態度，並服從教練及團務人員指示等表現

上，得到印證。 

二、運動對智能障礙者的正面影響 

這次 2017 冬特奧，不論是在競賽或展示活動，甚至相關論壇等，都可看到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智能障礙者透過運動訓練及競賽，克服困難，突破極限，提

升其身體靈活度與反應，並展現出自信與快樂；相信智能障礙人士若能培養良好

的規律運動習慣，對其生活及生涯發展應有很大的幫助；另本次從全球信使宣講

時的表現，亦可感受到運動對智能障礙人士所產生的正面影響。 

三、透過融合體驗讓不同族群進行交流 

在每屆的特奧，特奧會均會邀請許多的贊助商及名人前來參觀賽會，並適時

安排融合體驗活動，讓贊助商及名人更加認識特奧及瞭解智障人士，以本次冬特

奧為例，在雪鞋、滑冰，甚至地板曲棍球均有安排贊助商及貴賓與特奧運動員混

合組隊一同競賽，讓這些贊助商及社會名流從活動中感受到特奧精神，而選手們

也可盡情享受運動的樂趣。此外，大會也安排奧地利中學成立各國的粉絲團，在

3 月 23 日奧地利中學粉絲團即在老師的帶領下前來格拉茲展覽館與我地板曲棍

球的運動員互換禮物，雖然他們準備的禮物只是一張手製的卡片，但讓人感動的

是部分學生透過運動員名字的英文拼音尋找出中文，一筆一畫的將中文寫在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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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此外所有學生還共同製作了一幅加油大旗，內畫了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在融合體驗下，相信參與的學生均能學習如何接受多樣性並尊重差異性。 

四、賽會籌辦 

雖然特奧非屬高強度之競技運動賽會，但因參加的運動員需要更多的關注，

所以賽事上除原有賽事所需人力外，亦需要大量的志工協助引導、翻譯服務，俾

讓整體賽事籌辦更為順利；另外特奧周邊活動多元，故賽事場地除需良好的空間

規劃，亦相當注意設施之友善性。本次冬特奧志工數量極多，大會在閉幕式的節

目中，安排部分志工進場並在人員帶領下共同隨音樂跳動，且透過主持人當場感

謝志工們的協助。另開幕式場地不大，故其係以臨時座椅方式增加觀眾席，雖開

幕當天大雨滂沱，但開幕式以慶祝生命與歡樂為主題，結合芭蕾、滑雪與奧地利

傳統音樂，搭配 LED 特效串聯多個表演節目，並將智障人士納入表演中，讓所

有在場的運動員、教練、民眾感受到奧地利的特色及特奧的精神，另其利用開幕

場地與滑雪場相連的特性，在當地滑雪學校學生的引導下，由奧運滑雪冠軍

Hannah Teter 自山上以滑雪方式將聖火帶至場邊，再由運動員手持火把進入會場

的設計，相當具有特色與巧思。 

 

http://find.sina.com.tw/news/%E8%A1%A8%E6%BC%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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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代表團應納入醫療人員 

本次代表團有選手因氣候變化等因素而有感冒症狀，另亦有選手於競賽中受

傷，前者全靠教練所帶藥品舒緩症狀，後者則靠大會協助，雖代表團中有一位是

參與運動員健康計畫之眼科醫生，惟其係參加運動員健康計畫，故全程均未與代

表團在一起；由於賽會期程長，且選手自主能力較弱，故為代表團團員健康，未

來代表團仍應納入醫療人員以利相關協助。 

二、強化代表團外語能力與相關資訊蒐集 

由於本次代表團具有流利外語溝通能力之人員不足，代表團對外聯繫主要仍

靠大會安排志工予以協助，雖奧地利官方語言係為德語，但畢竟英語是國際間主

要流通之語言，故大會均有提供英文資訊，且競賽現場也多以英語溝通，故具備

外語能力仍顯重要。由於智體協為我國在國際特奧會之窗口，建議仍應加強外語

人才之儲備，且也應對國際特奧會之各項訊息應即時掌握，除了解賽會最新競賽

規則和運動器材規格，並加強與國際特奧會之聯繫，提升其於國際組織之影響

力。 

三、強化企業贊助 

每次特奧均會邀請不少長期贊助特奧會的社會賢達人士出席，由於國際特奧

會在智障人士身心健康維護與支持之貢獻有目共睹，故這些人不論是對國際特奧

會或各區特奧會均出錢出力，另本次冬特奧，可口可樂、奧迪汽車、微軟、UNIQA

保險公司等均是他們的主要贊助商，當然還有其他的贊助廠商，在這些贊助下，

賽會得以順利完成。臺灣體育運動這幾年雖積極推動企業贊助，但整體成效與國

際相比仍有努力空間，另外也期待智體協效仿國際特奧會或東亞區特奧會強化企

業贊助，財源上增加贊助的比重，讓更多智障者透過體育運動拓展無限的可能，

並進而減少對政府經費的依賴。 

四、加強智能障礙運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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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政府持續努力透過運動提升民眾身心健康，尤其身

心障礙者透過運動不但能提升其體能狀況，並可拓展社交範圍，強化自身信心；

觀察本次冬特奧賽事及活動可發現，智能障礙者運動推廣不應僅限於特奧的競賽

種類，亦應包括機能活動訓練計畫、幼兒運動員計畫及融合體驗等類型，未來智

體協除辦理特奧競賽種類賽事活動外，亦應參考國際特奧會，舉辦其他類型的賽

事活動，成為國內智能障礙運動推展之領頭羊；另政府除輔導智體協外，亦應協

助更多民間團體舉辦不同類型之智能障礙運動賽事活動，提供更多元選擇。此外，

我國參加特奧者仍是以學生為主，但此次冬特奧見到歐洲國家的運動員有老有少，

期盼國內包括智體協等民間團體舉辦體育活動時，能走出校園，讓更多智能障礙

者享受到運動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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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中華台北代表團名單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序號 職  稱 姓  名 性別 

1 團長 黃敏惠 女 35 運動員 林昱廷 男 

2 顧問 趙昌恕 女 36 運動員 張豫銘 男 

3 總幹事 吳琇瑩 女 37 運動員 賴玟溢 男 

4 總教練 柯建興 男 38 運動員 陳勇自 男 

5 團  務 鍾淑妃 女 39 運動員 白芸瑄 女 

6 團  務 章正山 男 40 運動員 杜淑娟 女 

7 團  務 張羽柔 女 41 運動員 徐宜筠 女 

8 團  務 仲志遠 男 42 運動員 王嘉慧 女 

9 團 務 賴國誠 男 43 運動員 程銘哲 男 

10 訓輔兼教練 湯選平 男 44 融合夥伴 李亭誼 女 

11 訓輔兼教練 趙一檜 男 45 運動員 吳靜鳳 女 

12 教  練 許柏仁 男 46 融合夥伴 施冠宇 男 

13 教  練 顏玲惠 女 47 運動員 胡志明 男 

14 教  練 潘和兼 男 48 運動員 許益誠 男 

15 教  練 葉虹伶 女 49 運動員 董政宏 男 

16 教  練 陳威銓 男 50 運動員 張明豪 男 

17 教  練 陳柏翰 男 51 運動員 葉政彣 男 

18 教  練 王子培 男 52 運動員 林品辰 男 

19 運動員 楊立渟 女 53 運動員 柯國隆 男 

20 運動員 黃  汩 女 54 運動員 蘇崇驊 男 

21 運動員 吳姿燕 女 55 運動員 劉泓霖 男 

22 運動員 張志丞 男 56 運動員 鐘漢賢 男 

23 運動員 陳宏亮 男 57 運動員 蔡昭暐 男 

24 運動員 秦  瑞 男 58 運動員 蔡耀德 男 

25 運動員 史學霖 男 59 終點聖火

跑代表 
林軍廷 男 

26 運動員 黃益恩 男 

27 運動員 林汶辰 男 
60 

運動員健

康計畫 
鄭惠禎 女 

28 運動員 許秀娟 女 

29 運動員 謝葦蓁 女     

30 運動員 廖兆瀅 女     

31 運動員 張曉娟 女     

32 運動員 張涵詠 女     

33 運動員 黃培杰 男     

34 運動員 方柏翔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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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選手成績一覽表 
運動總類 姓名 項目 名次 項目 名次 項目 名次 
競速滑冰 林汶辰 222M 3 500M DQ   

張志丞 111M 2 333M 1   
陳宏亮 222M 1 333M 3   
秦瑞 222M 3 500M 1   
史學霖 333M 2 777M 2   
黃益恩 222M 2 500M 2   
許秀娟 333M 1 777M 2   
謝葦蓁 111M 1 333M 1   
廖兆瀅 222M 3 500M 1   
楊立渟 333M 3 777M 1   
黃汨 111M 2 333M 1   
吳姿燕 222M 3 500M 3   

雪鞋 賴玟溢 100M 2 200M DQ 4*100M 1 
張豫銘 200M DQ 400M 1 4*400M 1 
黃培杰 100M 2 200M 3 4*100M 1 
方柏翔 100M 4 200M 6 4*100M 1 
陳勇自 100M 1 200M DQ 4*100M 1 
林昱廷 200M DQ 400M 4 4*400M 1 
張曉娟 100M 8 200m 5 4*100M 3 
白芸瑄 400M 4 800M DQ 4*400M 1 
杜淑娟 100M 7 200M 2 4*100M 3 
徐宜筠 100M 4 200M 1 4*100M 3 
張涵詠 200M DQ 400M 3 4*400M 1 
王嘉慧 100M 1 200M 3 4*100M 3 

地板曲棍

球 
胡志明  2     
許益誠  2     
董政宏  2     
張明豪  2     
葉政彣  2     
林品辰  2     
柯國隆  2     
蘇崇驊  2     
劉泓霖  2     
鐘漢賢  2     
蔡昭暐  2     
蔡耀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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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種類 姓名 項目 名次 項目 名次 項目 名次 
花式滑冰 程銘哲 Singles 

Level 2 
8 Unified 

Pairs 
Level 1 

3   

李亭誼 
(融合

夥伴) 

  Unified 
Pairs 
Level 1 

3   

吳靜鳳 Singles 
Level 2 

8 Unified 
Pairs 
Level 1 

1   

施冠宇 
(融合

夥伴) 

  Unified 
Pairs 
Level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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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活動照片 
  

 

2017 冬特奧中華臺北代表團授旗典禮 與全球信使會面活動 

 
 

於全球信使會面活動中與特奧會東亞區相

關人員合影，右二著正式服裝者為國際特

奧會理事容德根博士 

特奧嘉年華活動 

 

 

火炬跑(圖中為林軍廷警務正) 與參加火炬跑各國警務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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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中華臺北代表團進場 開幕典禮聖火入場 
 

 

開幕典禮表演活動 
參加「讓我們改變」論壇巧遇奧運拳擊金

牌選手鄒市明先生及其夫人 

  

參加特奧會東亞區招待會，右一為大陸特

奧會副主席施德容博士 

東亞區招待會與國際特奧會主席提姆.史

萊佛先生及其夫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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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紀念特奧創辦人招待會與全球信使

合影右一為前大陸國家足球隊徐弢守門

員(守門員教練)、右二澳門籍全球信使、

右四奧地利籍全球信使 

在紀念特奧會創辦人招待會中容德根博士

致詞 

 

 

前往拉姆索為雪鞋隊加油(右一為中華臺

北白芸瑄選手) 
在拉姆索與雪鞋隊合影 

 

 

在拉姆索大會於雪鞋選手休息區安排音

樂表演 
與雪鞋隊選手、教練共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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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鞋隊王嘉慧選手奮力奔跑，勇奪 100 公尺金

牌 

雪鞋隊林昱廷與張豫銘二位選手參加融合

體驗活動 

 

 

在格拉茲滑冰館為中華臺北滑冰隊加油 
黃敏惠理事長在格拉茲市政廳前為謝瑋蓁

選手頒發金牌 

 
 

在格拉茲市政廳與滑冰隊選手們合影 
國際特奧會主席提姆.史萊佛與各國代表

進行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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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吳靜鳳選手單人花式滑冰比賽加油 
競速滑冰吳姿燕選手(銅牌)與其他得獎

者合影 

  

與花式滑冰選手、教練合影 
地板曲棍球運動員與奧地利中學粉絲團

會面 

  

參觀幼兒運動員計畫 參觀動作機能訓練展示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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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運動員健康計畫(雙足保健) 參觀運動員健康計畫(衛教知識宣導) 

 
 

為地板曲棍球冠亞軍賽加油 地板曲棍球中華臺北與肯亞冠亞軍戰 

 

 

閉幕典禮-志工表演 蔡總統接見代表團 
 


	壹、緣起與目的

